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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昨开幕
宋远方主持并宣布大会开幕，林峰海作政府工作报告

··十十大大实实事事

本报聊城 2 月 27 日讯(记者 刘铭
刘云菲) 2 月 27 日上午，市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在市会议接待中心报告厅开
幕。宋远方主持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幕，
林峰海作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执行主席宋远方、王忠林、申长
海、汪文耀、郭秀华、王改真、孙菁、刘新
东、张同村、满庆富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林峰海、金维民等在主席台就座。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林峰海首先回

顾了过去四年的工作。四年来，聊城市围
绕加快建设生态型强市名城实现新跨越
的奋斗目标，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奋力
开拓，全面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目标任
务，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全市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都

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今后五年，聊城着力打造“一五二”

产业基地，在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改革
创新、惠民富民、文化繁荣、和谐稳定等
方面实现新突破，努力把聊城建设成为
山东西部的新兴生态化工业城市、冀鲁
豫交界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城市、江北
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为全

面建设生态型强市名城实现新跨越，为
创造聊城人民的幸福生活打下更加坚实
的基础。

林峰海提出，要塑造“自豪、创业、包
容、奋进”的聊城形象，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素质、树立形
象，做自豪的聊城人、创业的聊城人、包
容的聊城人、奋进的聊城人。

今年重点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林峰海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今年将切实做
好民生工作，重点办好 10
件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
得到更多实惠。

一是扩大就业。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完

善。
三是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
四是加强社会救助。
五是教育条件改善。
六是文体设施建设。
七是医疗卫生改善。
八是实施“百村扶贫

攻坚”计划。
九是城乡居民生活条

件改善。
十是食品安全。

1 . 城镇新增就业 6 万人
扶持就业容量大的现代服

务业、创新型科技企业和小微企
业发展，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实
施千个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落
实职业培训补贴制度，开展创业
助推行动，确保新增城镇就业 6
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2 万
人、帮扶困难群体就业 4000 人，

实现城乡“双零家庭”动态消零，
在外务工人员保持在 110 万人
以上。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
950 元，增长 18.8%。

人大代表李国良说，创业孵
化基地建设，实施千个公益性岗
位开发计划，落实职业培训补贴
制度，都需要政府拿出钱，这足
以表明政府的支持力度。

2 .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1800 元
做好城乡居民养老制度衔

接，把“五七工”、“家属工”和未
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
本养老保险范围，提高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市级统筹水
平。继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平均增长 10% 以上；农村低
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1800
元，城市低保标准进一步提高；

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40 元。

人大代表李国良说，今年把
“五七工”、“家属工”和未参保集
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
保险范围，“五七工”人员生活非
常贫困，把他们列入基本养老保
险范围非常有必要。

3 . 新建经适房 1000 套
新建廉租住房 200 套、公共

租赁住房 3000 套、经济适用住
房 1000 套、限价房 4550 套，棚户
区改造 6663 套。

人大代表、聊城市住建委主
任蒋玉尚说，全市开工的保障性
安居工程 15623 套，包括廉租房

410 套，经济适用房 1658 套，公
共租赁房 3429 套，城市棚户区
改造 10126 套，完成总任务量的
112 . 1%，是全省开工率最高的三
个城市之一。“今年提出的新目
标，真可谓让老百姓享受更多实
惠。”

9 . 集中供热

增百万平方米
完成望湖安置小区二期工

程，实施 19 个城中村改造，新
增集中供热面积 100 万平方
米、管道燃气用户 1 万户；完成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30 万平方
米、太阳能一体化建筑 40 万平
方米。改进城建拆迁方式，集中
建设经商场所，努力做到农民
失地不失业、生活有保障。实施
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县乡老油
路升级改造，新建改造农村公
路 300 公里，抓好农村公路维
护，开展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
路域环境综合整治。解决 15 万
人饮水安全问题。

大代表李颖说，市区原来
很多小区没有集中供暖，是因
为热源不足，无奈之下很多老
人和孩子冬天都得租房住，新
增集中供热面积 1 0 0 万平方
米，这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供
暖问题，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谋
实惠。

10 . 专项整治
保障食品安全

健全综合协调机构，理顺监
管职能，加强动态监管和源头治
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提
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人大代表赵淑英说，民以食
为天，食品是老百姓每天都离不
开的东西。但是目前，地沟油、瘦
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等事件，
让人们听了以后很害怕，“吃的
东西不安全，健康如何得到保
障？所以怎么吃，吃什么，去哪能
吃到放心的食品，这些问题如果
能得到有效解决，才是真正的实
事，这需要加强管理。”

本报记者 刘铭 刘云菲

5 .每个乡镇建一处中心幼儿园
围绕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各级
各类教育全面发展。每个乡镇建
设一处中心幼儿园，对孤儿、家
庭困难和残疾儿童入园每人每
年资助 1200 元。加快推进中小
学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工程、校
舍安全工程和农村中小学“ 211”
工程，新建重建农村中小学校舍
17 万平方米，将农村初中和小学
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提高 25 元；新增城区小学教室
120 个，班额控制到 50 人以下。

完成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和
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新校区
建设。深化同聊城大学、山东工
程技师学院等驻聊高校的合作，
支持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东昌学
院加快发展。促进民办教育健康
发展。

政协委员、聊城市教育局长
张聚传介绍，除了政府工作报告
的内容外，教育部门还要“悄悄”
做三件实事：初中学校食堂制度
改革、继续开展绿色班班通、和
谐师生关系构建的活动。

6 . 完成体育公园主体工程
抓好市民活动中心、市图书

馆新馆、市豫剧院和县(市)区文
化场馆建设，推进国有博物馆、
纪念馆、图书馆、文化站等向社
会免费开放。完成体育公园主体
工程，秋季举办第二届全市运动
会。

人大代表鲁霞说，市民活动
中心建成后，全市各个年龄段的
人都可以去，尤其是青少年宫建
在里面，可谓填补了聊城文化建
设方面的一项空白，图书馆、文
化站等免费开放，更能让老百姓
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

7 .村卫生室纳入基本药物范围
扩大公立医院改革，逐步将

村卫生室、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
纳入基本药物实施范围。开展公
益性防病健身宣传，提高群众健
康意识。继续实施农民健康服务
行动，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分步实施免费诊治。
全力做好传染病防控等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确保

不出现暴发流行。
“今年全省将在县级及县以

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先诊疗后
付费’服务方式，并逐步向市级
医疗机构推广，这也是今年公立
医院改革的一个重点。”人大代
表张彬说，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能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的难题。

去年民生
支出 113 亿元

加大财政投入，全面推进产
业扶贫、科技扶贫、政策扶贫，确
保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扶贫开发工作，扶贫工作对解

决贫困村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社
会稳定至关重要。“要想使农民
脱贫，就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同
时还要进行农业产业开发，这些
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人大
代表安文焕说。

4 .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全覆盖
新建标准化特殊教育学校

1 处，市儿童福利院和县级福利
中心力争年内投入使用，实行医
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县级全覆
盖，提高大病医疗救助水平，对
0 — 6 岁残疾儿童实施公益性抢
救康复。

去年 7 月，东阿县率先在全
市建立起城乡医疗救助“一站
式”结算平台。这一平台依托
新农合信息系统，将开展新农

合医保定点医疗服务的 13 所
县、乡镇 (街道 )医院全部纳入
城乡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
为全县农村低保、五保、散居
孤儿等 1 7 7 8 9 名城乡困难群
众搭建起有效的医疗救助服务
网络。

人大代表张立明说：“‘一站
式’结算服务政策县级全覆盖
后，不光让百姓少跑腿儿，还让
老百姓节省了不少费用。”

2 月 27 日，林峰海作政府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李军 摄

8 . 实施“百村扶贫攻坚”计划

格相关新闻

本报聊城 2 月 27 日讯(记
者 刘铭 刘云菲) 27 日，记
者从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关于聊城市 2011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12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中了解到，去年市财政重点
保障民生事业发展，民生支出
共 1 1 3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65%。

去年增加的财力大部分都
用在了民生方面，提高了包括
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高校助
学金、高中资助、新农合、城镇
居民医保、城乡低保等 9 项政
府补助标准。全面开展了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向城
乡低收入群体发放生活补贴
1 . 8 亿元。

今日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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